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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凌防治 

霸凌是什麼？霸凌有多嚴重？霸凌型態有哪些？霸凌的成因為何？這些問

題都涉及霸凌的防治。其實，有時我們不禁要問，究竟是強凌弱的本性，一時衝

動、同理心的缺乏、惡作劇的延伸（捉弄、好玩、中立化技術？），抑或者是家

庭、學校及社會也直接、間接造成了霸凌行為的產生與擴散，以下就讓我們針對

這個國內新興卻久遠的議題進行探討。 

一、 何謂校園霸凌 

（一） 校園霸凌的定義：霸凌是指受凌者長時間、重複地暴露在一個或多個霸

凌者主導的欺負或騷擾行為之中，而根據教育部修正之園霸凌要件為：具

有欺侮行為；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造成生理或心理的傷害；雙方勢力（地

位）不對等；其他經學校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確認。 

（二） 霸凌的認定：應經過學校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確認。至於，平常對於

打鬧及霸凌，主要可透過面部表情、參與意願、用力程度、角色是否轉換、

是否群聚、蓄意程度、重複發生等加以區辦。 

（三） 校園霸凌的發生地點：存在於校園內外。 

（四） 校園霸凌的嚴重性：根據兒童福利聯盟的調查報告指出國中小校園中約

六成的孩子曾被霸凌，且一成多的孩子經常或每天會被欺負；另有研究指

出，青少年早期是欺負最為頻繁的階段。 

二、 霸凌的類型 

（一） 肢體霸凌：是常發生且容易辦認的類型，係指運用肢體暴力行為使他人

受到傷害，一般而言，男孩比較會受到此類霸凌。 

（二） 言語霸凌：運用語言辱罵、中傷、嘲笑、恐嚇他人，不會造成身體傷害，

是較不容易辦認的型態，一般而言，女孩比較會受到此類霸凌。 

（三） 關係霸凌：心理的侵害，如被排擠、被孤立，常出現在「分組活動」時；

與言語霸凌相同，女孩比較會受到此類霸凌。 

（四） 反擊型霸凌：受凌者長期受凌後的反擊行為，包括反擊原霸凌者，或轉

向霸凌其他弱勢者而成為霸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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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性霸凌：以性或性別施以譏笑、評論、嘲諷、肢體接觸等騷擾及侵害之

霸凌型態。 

（六） 網路霸凌：顧名思議，透過網路平台，使他人受傷害、難堪、或產生恐

懼等之霸凌型態。 

三、 霸凌的成因： 

（一） 個人因素： 

1. 霸凌者：生理及心理疾病、衝動易怒、同理心不足、缺乏問題解決能力及

社交技巧、錯誤學習到以為暴力可以解決問題。 

2. 受凌者：生性退縮、不活潑、體弱、不願還擊、特殊外表、人緣不佳、功

課不好、身上有異味等。 

（二） 家庭因素：缺乏關愛、威權式管教、家庭慣用打罵及暴力之問題解決方

式。 

（三） 學校因素：法治、品德、人權、性別及生命等教育未落實、老師及同學

的姑息、校園環境死角等。 

（四） 社會因素：大眾傳媒的影響、社會風氣及習性等。 

四、 霸凌防治 

（一） 霸凌處理四原則：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說明。 

（二） 霸凌防治策略： 

1. 落實法治、品德、人權、性別及生命等教育，訂定合理而明確的規範，重

建校園倫理。 

2. 營造安全友善校園，並排除或監控校園環境死角，增設燈光及安控設備。 

3. 實施不記名問卷調查主動發現個案，建立高關懷名冊追蹤輔導，追蹤輔導

霸凌者、受凌者及霸凌旁觀者。 

4. 積極關懷並避免打罵貶損，不標籤霸凌者，更要鼓勵加害學生面對錯誤並

給予修復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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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勵受凌者面對及告知父母師長，協助受害學生建立自信，強化其自我意

識表達之能力。 

6. 教導霸凌事件旁觀者，不圍觀、不助長、不姑息及鼓勵通報。 

7. 通報管道宣導，包括向導師及家長反映、向學校投訴信箱投訴、向縣市反

霸凌投訴專線投訴、向教育部 24 小時專線投訴：0800‐200‐885、於校園

生活問卷中提出、其它，如向警察、或請好同學或好朋友等向學校反映。 

8. 成立學校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整合學務主任、生教（輔）組長、導師、

輔導老師，並適時運用專業輔導資源、警政資源及家長建構支援、支持與

關懷之環境。 

9. 增進教師專業知能，提高對疑似「霸凌」事件的敏感度，以及處理霸凌事

件的能力，對於校園霸凌絕不姑息，而對於霸凌事件之相關法律事項則可

向由各縣市教育局（處）納編教育局（處）督學、律師及法界人士所成立

「校園暴力事件法律諮詢服務小組」諮詢。 

10. 增進親師互動與溝通，交織一個有效覺查孩子生活狀況的網絡。 

五、 資料來源（略） 


